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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城每一处春景，都是春日的
告白。

当春风撩开季节的面纱，春晖洒向
古都，大同的春天也徐徐拉开帷幕。

春天的声音是动听的，比如，护城
河的水绕过城墙；比如，夜雨轻轻地敲
打着九龙壁的琉璃砖；比如，清风梳理
着文瀛湖岸边的如长发般柔顺的嫩柳
……叶子谱出的乐章，花朵奏出的音
符，都是大同春天苏醒的旋律。

春天的色彩是明艳的。怡人清幽
的新绿，梦幻般的粉嫩，明媚的娇黄，清
澈明净的蔚蓝……不只是这些颜色装
点了这座古城，还有许多，宛如一幅浓
墨重彩的油画，展示给每一位热爱春
天、热爱大同这座古城的人们。

正是柳絮飞时花满城的时节，古城
墙、古塔、古寺、古街、古巷等等，春色点
染，古韵悠然。是香，是甜，是暖，多情
地拥抱了大同的整个春天。

春风和暖，流水潺潺，行至城墙的
带状公园，护城河中倒映着蓝天白云，
倒映着青砖灰瓦，透着安谧自然的静
美。古城动人图景，厚重沧桑，与绚烂
春色相互映衬，古老与新生、沉静与热
烈，在这里和谐相融，共同构成了一幅
美不胜收的春景图。

文瀛湖畔，阳光倾洒下来，河水静
静流淌，水光潋滟，不时有水鸟在水面
上空翩飞，湖面上的野鸭、柳条上的嫩
芽、草坪上的浅绿，更有枝头的桃花、杏
花、海棠花灵动入眸。花香鸟语，山水

相映，青草芬芳，春水荡漾，植物繁密，
云霞似锦，如同油画里描摹的那般静美
脱俗。自然的诗意画卷，宁静，安详，是
春天馈赠给大同最美的礼物。

清风午后，暖阳轻洒，书阁温馨，清
茗淡淡，漫翻诗笺，目跃纸上，沉浸其
中，心芳化韵。文字缓缓铺陈开来，年
华在笔尖轻轻流淌，如同文瀛湖水宁
静而深远，深藏于心底的情感悠然前
行。兴之所至，我将大同春天的意脉
汇聚在四种颜色之中，来吟诵这一季最
美的时光。

大同春天的绿
入眼春妆郁郁葱，满城细叶绿波融。
煮茶溶墨双溪水，赊酒行厨一缕风。
王谢归欤彫蕙草，凤凰来此落梧桐。

云笺已至明堂府，壁上攀龙恰幸逢。
大同春天的粉

逗嘴莺歌曲几声，魏都粉意满倾城。
天低塞上杏花落，日近山前布谷鸣。
碎剪浅红桃识面，平铺新绿柳知情。
飞来季雁循环问，一巷一街皆有名。

大同春天的黄
风摇软柳纺丝纱，一抹轻黄映浅霞。
日上三竿波触碰，春翻十里浪推拿。
今酬鸾诏兑开酒，且喜金冠泡入茶。
云锦鹂声歌细雨，满城都似蝶飞花。

大同春天的蓝
春风踱步寄晴岚，秀水徘徊不向南。
方外飞檐扶梵阁，佛前落座揽仙龛。
乡音细写千秋碧，古调轻弹万里函。
柳岸归来多北雁，抬头尽望大同蓝。

大同的诗意春天
林暮雪

明大同镇七十二城堡遗留到今天，
绝大多数城堡还在用着，完全搬空无
人的近 10 个，天镇县的保平堡和桦门
堡就是其中的两个，它们好似一对难
兄难弟。

三年前，市里评选大同长城八景，
我曾征询长城专家学者的意见，施建飞
等人力推桦门堡，说雪后的桦门堡是独
特的一景。因为桦门堡位于高高的山
顶，甚至春天也积雪不化，其他地方绝
对不会有此景观。于是，我在推荐文章
中把“桦门积雪”列为一景。

后来，《大同文旅》要刊发我的有关
大同长城八景的文章，让我找一张“桦
门积雪”的照片，我便打电话向大同市
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李大光求助，大光
主席说有是有，不知在哪个相机里，一
时半会儿找不着。我又想到老朋友林
兴明，他家在天镇，又是长城驴友，应该
有这样的照片。果然，他很快给我发来
两张。

之后不久，文艺圈有个活动，中午
吃饭时和大光主席同桌，他和我说上次
他“骗”了我，其实“桦门积雪”的照片他
手头就有，只是不愿给我，他说明代大
同镇的城堡绝大部分在上世纪中期被
拆掉了包砖挪作他用，而桦门堡几乎是
唯一“零件齐全”的例外，门与墙齐全，
包砖都在，基础石都在。尽管四百多年
的风雨使城墙部分坍塌，甚至部分包砖
整体脱落，但是好歹都还在原地待着。

他 感 慨 道 ，大 同 长 城 就 剩 桦 门 堡 那 块
“净土”了，他不希望过多地宣传桦门
堡，否则人们上得多了，说不定又将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听了他的一番表述，
我不仅没有埋怨他，反而为他的一片存
心所感动。但同时，也激起我去桦门堡
的想法。

可听说，桦门堡不好找也不好上，
因为堡子在山上，路太难走，甚至连本
地也很少有人说得清路线。县里的朋
友讲，有人执意要去，结果进山不远，不
是水沟就是落石，最后小车陷入泥沼，
只好打道回府。同行的画家白晋曾开
着越野车上了几次，苦于无人带路，整
个山里没有人可问，走了好多冤枉路。
长城文化学者刘志尧一行三人遍查明
代大同镇七十二城堡，探访桦门堡时，
幸 亏 有 附 近 村 民 领 路 ，才 得 以 上 得 山
去，可汽车一条轮胎还是被碎石扎破。
看来，上桦门堡还真有点李白笔下蜀道
难的味道。

2021 年 国 庆 长 假 期 间 ， 我 与 白
晋 、 泽 隆 诸 友 驱 车 直 奔 天 镇 走 长 城 ，
第一站就选择去桦门堡。兴明在县里
等 着 ， 他 上 过 桦 门 堡 ， 有 他 做 向 导 ，
我们放心多了。原以为路不好找，想
不到，现在风电路直通山顶，汽车一
下子开上来了。

在山脚下便远远地看到群山中最
高的山尖上耸立着一座高大而坚固的
城 堡 ，当 然 就 是 我 心 心 念 念 的 桦 门 堡

了 。 这 座 军 堡 修 建 于 明 万 历 九 年
（1581），从时间上说属于大同镇军堡的
小字辈。堡内的建筑基址遗迹犹存，校
场、营房、巷道的格局清晰可辨。据说，
其厚实的城门是用坚实的桦木做成的，
巨大的青砖每一块都是标准的 17 斤重，
当地人也称桦门堡为“花面城”。走近
才发现，桦门堡在岁月风霜侵蚀下不再
傲然屹立，东、南两面堡墙严重坍塌，南
墙从外看已不足 2 米高，其中央的堡门
也 塌 陷 得 只 剩 个 砖 券 圆 拱 ，上 边 的 门
匾、花墙荡然无存。堡门里堆满了塌陷
的墙土，弯着腰才能进入。北墙西北还
残留部分包砖。西墙基本还算完好，但
墙体包砖已遭风化。看来，眼前的桦门
堡远不是大光主席描述的那样了，同行
的兴明不无遗憾地说，几年前西墙包砖
还是好好的，现在来看，西北角下面包
砖完全脱落，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
过去路不好走，上来的人少，堡墙得以
保护；现在风电路直通山顶，同时也
为破坏者提供了便利。感叹之后，兴
明又拿出诗人的激情说道，包砖的桦
门堡是桦门堡，没有包砖的桦门堡依然
是桦门堡。可是，我们却没有兴明那样

的兴致了。
桦 门 堡 是 明 代 军 堡 ，修 在 了 海 拔

1736 米的山顶上，该堡“设在山坪，列垒
而居，势甚孤危，然自立此堡，戍守有
人，斥堠接警，虏不敢南下而牧，故款后
增设，亦扼险之要地也”。据《读史方舆
纪要》载，此堡为明万历九年（1581）设，
万 历 十 九 年（1591）增 修 ， 周 不 及 一
里，有砖券城门，宽 9 米，高约 6 米。
在此驻有操守，带领着兵士 297 名，分
守长城 9 里，边墩 18 座，火路墩 3 座。
站在堡墙上遥望 1 公里外的边墙，蜿蜒
挺立在山坡上，高耸的火路墩有序地点
缀在边墙的两边，密切注视着长城内外
的沧桑变幻。

当年如此重要的一座军堡，如今荒
凉 冷 寂 。 桦 门 堡 遭 遗 弃 ，大 概 因 为 缺
水。《明朝那道墙》中称，桦门堡地势高
耸，取水困难，因而在驻军撤守之后便
沦为空堡。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没有水
当 然 无 法 生 存 。 桦 门 堡 修 在 了 海 拔
1736 米的山顶上，如此高的地方，吃水
肯定是一大困难。可是，《天镇县志》

（1997 版）有 一 个 词 条 ，名 曰“ 桦 岭 朝
云”，说桦岭位于县城北二郎山北，雨

后，时有云霞半山。山腰有三圣祠，山
顶 筑 有 桦 门 堡 ，且 桦 山 郁 郁 ，故 名 桦
岭。祠后有泉水一池，不涸不盈，相传
朝云浮其顶，暮降雨，有“岭云朝起
三 川 望 ， 坐 雨 夜 来 百 室 欢 ”之 誉 。 可
见，桦门堡一带当年并不缺水，想来是
因为后来生态恶化，那池不涸不盈的泉
水便消失了。

离桦门堡近 10 公里的保平堡也是
因为地势较高取水困难，堡内居民早已
搬迁一空，几只散落的碌碡和磨盘，成
为人们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的唯一痕
迹。保平堡建在海拔 1255 米的高地，堡
内原住着几百口人，但许多年来，他们
一直生活在严重缺水的状态中，要到杏
园窑沟的河里汲水。上世纪 80 年代，该
村 落 整 体 搬 迁 ，由 山 顶 降 落 到 了 海 拔
1185 米的河沟漫滩上。

保 平 堡 是 明 嘉 靖 二 十 五 年
（1546） 修筑，周长一里七分。城墙高
3.6 丈。筑有东门，砖券门洞，门有石
额“镇云”。此堡堡址海拔 1255 米，占
地 41 亩。嘉靖年间修筑天镇长城，又
修筑新平堡、桦门堡、保平堡、平远
堡、平定堡五堡，形成完整的防御体
系。保平堡西面距长城 1 公里，南面和
桦门堡、北面和新平堡相呼应，当时
属 大 同 镇 新 平 路 直 属 戍 堡 之 一 。 当
时，管辖边墩中有一个平虎墩，为极
冲之地。嘉靖三十七年 （1558） 北边
蒙 古 游 牧 部 落 首 领 俺 答 从 这 里 突 破 ，

进入天城卫进行抢掠。这个堡也是备
御要地，又于明隆庆六年 （1572） 增
修 1次，城墙包砖。

如 今 走 进 堡 内 ，但 见 朝 东 仅 开 一
门，瓮城、月城遗迹明显，墙体早已经全
部坍塌。堡墙的包砖都剥落了，夯土堡
墙也有大段破损，但整体仍然不失当年
的规整。砖券堡门洞大致完好，其上石
质匾额尚存，阴刻硕大的繁体“镇云”两
字。保平堡曾是一处保障完善的城堡，
特殊之处在于四周环绕着四座圆柱形
的墩台，它们与堡墙相距二三十米，高
度基本齐平，有效消除了角墩的火力死
角。其形制和作用类似于大同镇城的
控军台。这四座突出的墩台就像时刻
保持警惕的尖兵，随时准备为身后的
母堡阻滞敌军前锋的冲击，在山西长城
沿线的上百座军堡中，这是唯一所见的
孤例。

保平堡堡内中心建有玉皇阁一座，
建筑和现存的新平玉皇阁一样。登阁
一 望 ， 长 城 内 外 十 里 景 象 尽 收 眼 底 。
堡虽不大，却有寺庙 12 处，有龙王庙、奶
奶庙、罗汉庙、佛殿、观音庙、城隍庙、真
武庙等等，城门上及城外建有关帝庙。
这是一个建筑齐全的“全庙”堡寨。如
今里面已经全无人烟，小块的空地上被
种了马铃薯，残垣断壁也都坍塌，到处
都是残破的石器以及残瓦碎砖。目睹
此景，不由得感慨，所谓历史，唯“沧桑”
而已。

桦门堡与保平堡
冯桢

写下这几行字时，天已微亮，阳光
穿过淡淡的云层，晨曦通透，是个好天
气。这时候的母亲，估计已经站在那个
菜园子的栅栏边，慢慢地端详着、踅摸
着了。

老家院子墙外，那个小菜园子还
在，母亲现在种不了太多蔬菜了，不
过每年母亲终归不会让菜园子空着、
荒着，正如母亲永远不会让自己太消
闲 。 母 亲 总 是 要 给 自 己 找 点 营 生 来
做，母亲说这样她才不会孤独，心里
头踏实。

体力不比从前，种不了太费事儿的
蔬菜了，可母亲仍然会执着地种些黄
瓜、西红柿、辣椒、茄子、倭瓜之类的蔬
菜。春夏的日子里，小园子里各种生命
一天天蓬勃起来，织成一派派的生机，
母亲掐枝、套花儿、绑瓜架，不停地忙乎
着。秋天收获的蔬菜一茬又一茬，那么
多，母亲一个人哪里能吃完这么些东
西，多数还是要让我们姊妹带走的，其
实这才是母亲忙乎不停的初衷。母亲
种的蔬菜比市场上买到的不知要好吃
多少倍！这也成了母亲一直要把菜园
子种下去的骄傲和不可阻挡的动力。

每一次，我回到老院里，母亲都会
和我一直唠叨着。我一边从那口压水
井压上水，挑进屋里，一边会嚼几口母
亲递过来的果蔬，是母亲从园子里刚采
来并在塑料桶里洗净的。最初呢，有黄
瓜、水萝卜，然后还有小葱儿、西红柿，
一直到红萝卜、黄萝卜。这些果实都保
持着它们天然拥有的原始味道，一点也
没有偏离。

母亲种出来的黄瓜，采摘时顶上也
还有花儿，但那是三分之一开着三分之
二已蔫的花朵，是自然的花朵，不像市
面上的有些黄瓜，瓜身已蔫了些许而那
顶花却依然坚挺鲜嫩。母亲种的西红
柿不论黄色品种还是红色品种，味道都
是那么鲜美，拿一只过来，最好别用刀
切，一口咬下去，露出里面的沙瓤如揉
皱的丝绒，晶莹而起伏，甜润和微酸融
合得恰到好处。

我吃掉一个，母亲会立马又取来一

个，甩甩上面的水珠，“好吃就再吃一
个。”

我便又吃下去一个，冲着母亲笑。
“还想吃一个？”母亲也笑。
“想吃就再找个小点儿的哇。”
母亲真的又摘下一枚个头儿小的。

“不吃了，妈，吃不少了。”
“这个小，想吃就吃了，妈看没事

儿哇。”
出来一口，进去一口，小的也吃

掉了。
“今儿个可吃香了，妈看你不兴再

吃了，肚凉的，带几个回去哇，给你媳妇
儿和孩子们吃，孩子们爱吃这柿子，给
孩子们再多放点糖。”

孩子们常会说：奶奶和姥姥家的柿
子一样的好吃，爸妈你们真幸福呀，那
么多年一直能吃上这么好的西红柿，还
有西红柿炒鸡蛋，连鸡蛋也是那样好吃
的。

孩子们无疑是幸福的，而我们俩是
不是更幸福呢？正如孩子嫉妒我们的
那样子。毕竟我们真的幸福了好几十
年了呢，而且还在继续幸福着。

那 个 菜 园 子 呀 ，就 是 母 亲 的 菜 园
子，有时候我觉得连父亲的也不大是，
因为父亲多半时候在侍弄那几片黄土
地。母亲几十年一直在默默经营着这
小园子，年复一年，母亲种下了希望，收
获着喜悦与骄傲。母亲没有一年中断
在小园子的忙碌，忙碌着，母亲便踏实
着、自信着也精神着。已经八十有二，
母亲依然不想闲着。有小园子在，母亲
的念想就在，盼头就在，母亲就生活得
有滋有味。她享受着出出进进小菜园
忙东忙西的那份满足与幸福。

很惭愧，母亲的小菜园子对我们
而言，只是从那个菜园子中不断汲取
营养、不断索取。而且这个角色扮演
得太久了，久到我们早已心怀愧疚，
而母亲却还嫌我们带走的不够，还嫌
不够。所以我时常会想，我们怎样才
能偿还这其中的十之一二呢？唯愿母
亲健康，把我们这条还愿之路延伸得
更长，更长……

母亲的菜园子
郭宏旺

百花出走，新绿的火焰蔓延
玉米种子从土地内部突围，先是
冒出地面，接着顶破塑料薄膜
伸开双臂拥抱阳光的细腰

群山埋首云端之下
湖水擦亮天空
蒲公英像小马驹在草地撒欢
苦菜自由生长

雨水多情，一朵云与另一朵云
相拥而泣。手拿小铁铲的女人
挖起苦菜白色的根，抖落泥土
像抖落云朵里多余的泪水

我接住一滴奔赴草尖的雨
试图作为句号
结束一场小满的约定
阔步走向夏日的辽远

小满
李文芳

很喜欢中国的诗词之美，寥寥几
字，就可以呈现一份趣味，一份大美。
而唐诗宋词的作者，亦是有深厚的人文
情怀，懂得在艰难的生命中，不忘寻找
一份雅趣。

古代的诗人也曾经历着生活的艰
难与困顿，可是，他们努力通过诗词来
寻找一份心情的平静与皈依。他们在
生命孤绝处，与月光对话，与孤独的自
己对话，“我欲乘风归去”。此时，天地
之间，人极其渺小，可是，世界一定充满
着光明，一定有一份美好在静静地等
待。因此，寻找一份雅趣，在日常的生
活中显得多么珍贵。

记得去苏州拙政园时，有一个小小
的亭子，叫作“与谁同坐轩”，大约来自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吧。想来，在
一个风轻云淡的夜晚，一个人信步在园
林里闲游，抬头只见月光朗朗，花香氤
氲，感受清风拂面，此时，人的心是寂静
的。孤独吗？有点。可是更多的是惬
意。因为有明月相伴，清风相随，生命似
乎也在这一刻，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

我们喜欢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生活，欣赏王维“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的淡雅，更深深折服于
苏东坡“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练
达。当人们遭遇困厄、艰难时，反而要
有一种勇气，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和方
向。

陶渊明有一张素琴，无弦无徽，但
他酒酣后常常抚琴自娱，他说：“但识琴
中趣，何劳弦上声。”因为，天地间有大
美而不言，声音其实无所不在。风动竹
篁，水流潺潺，听风听雨，不必劳动手指

和琴弦。自然，其实在演奏着生命中最
动人的天籁之音。

寻一份雅趣，需要有一颗悠然宁静
的心，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我喜欢在
一个人时，慢慢地泡一壶茶，体味茶叶
在沸水中的沉浮，感悟人生也若一枚茶
叶，一定会经历沉沉浮浮，经历辉煌与
失意。在逆境中，要学一棵大树，有一
份逆风的坚持；而在顺风时，有一种平
和和优雅。茶，先苦后甜，也若生命。
唯有付出，才能享受收获的快乐。喝茶
时，我喜欢手捧一本书，慢慢地读，一任
时光如水。时光也宛若长了脚一般，从
我的书页上溜走。茶香和着书香，这种
宁静的感觉，有些孤单，却极其美好，也
充满了一份雅趣。

寻一份雅趣，需要走到自然中去。
旧 时 人 家 ，讲 究 春 耕 、夏 耘 、秋 收 、冬
藏。寒来暑往，四季过得分明，日子平
缓有序。每个人都有一个田园梦，不愿
意迷失在城市的丛林中，失去与自然的
亲密。回归自然，才能有一份格外的安
心。我喜欢在自然中，与山水相对，听
听鸟儿婉转的啼鸣，欣赏花儿朵朵，绿
野无边。自然静默不语，却每一样都美
得不可思议。它们似乎在无言地告诉
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
的。

寻一份雅趣，需要有一份自己的爱
好。或编织，或书画，或是别的什么。
在这些兴趣中，寻找乐趣悠然。这其中
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美，让你慢下来，
静下来，心开成一朵美丽的莲花。

寻一份雅趣，生活才会充满了美丽
与斑斓……

寻一份雅趣
王南海

是一树树槐花
氤氲了夏日时光
风里的甜香忽远又忽近
一如我渐渐滋生的向往

云朵很白，天空很蓝
那片原野像散文诗一样
在绿色的波涛之上
一些成熟的思想闪闪发亮

庄稼拔节的声响
穿透了日与夜的守望

平平仄仄是谁填的一阕词
一字一字写在我的心上

村中央那半亩荷塘
可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杨柳依依，月上西墙
一片荷叶便能托起夜的清凉

故乡已送出了夏日请柬
让南风吹梦，让细雨敲窗
我要坐在柳荫里
去聆听岁月的低吟浅唱

夏日请柬
吕会香

文瀛春色

碧玉蓝天草色新，
湖清水暖浥风尘。
谁家燕子堂前绕，
宁识春光不识人。

御河公园初夏

丁香紫艳梨花白，
榆叶金黄柳絮飞。
碧水无波天作靓，
桥边燕子暮中归。

诗二首
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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